
2008年對本會而言， 

是接受嚴厲挑戰的一年， 

基於過去累積的 

專業經驗與根基， 

本會針對國際情勢即時反應 

與調整，在變動的世局中與 

合作國家共同因應，讓援助工作 

更為扎實且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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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8年本會在兼顧國際援助潮流、夥伴國家需求

以及區域發展條件的綜合考量下，持續推動各項

投資融資、技術協助與輔導、人道援助等計畫，讓部

分友邦解除短期糧食不足的窘境，強化農業企業化經

營並進一步培養貿易能力，建構多面性的衛生醫療照

護，並在全球經濟發展環境的衝擊與變動下，由教育

面與制度面培育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期望

在全球經濟動盪後帶來的困境中，可以讓夥伴國家於

2009年後逐步復原成長，並與國際社會共同朝2015

年具體落實千禧年發展的長程目標邁進。

2008年各項新辦業務

本會業務辦理方式甚廣，主要包括使用基金進

行直接或間接的投資或融資，以及利用基金孳息辦理

雙邊與多邊技術合作、人道援助等。在執行上，本會

強調資金挹注與技術合作的結合，透過各項發展計畫

的辦理，逐步架構長期的配套效果，讓技術強化、顧

問輔導、投融資以及人力培育等各方面的合作計畫得

以發揮綜效，達到全面發展的長期效果。

投資與融資

辦理方式為協助合作夥伴取得資金管道或由本

會直接挹注資金，促進技術升級加速經濟社會之發

展。2008年新增計畫為：

■	提供2項技職教育部門之貸款計畫

■	續推動草根性之小農貸款計畫

■	通過3項私部門投資計畫以及1項公共建設貸款計畫

■	評估2項微額貸款計畫及1項小農貸款計畫

技術協助與捐助

範圍包括接受友邦推薦之人員參加各類訓練計

畫、提供各類訓練輔導與諮詢、發展類型之海外服

務工作，以及人道救助或協助友邦經濟或社會發展

之計畫等。2008年新增計畫為：

■	3項技職學校發展基金及1 項獎學金計畫

■	1項產業輔導計畫

■	2項專案研究計畫

■	15項功能提升計畫 

■	4班次新創之專案研習班

■		開設「臨床醫學」碩士及「國際貿易與管理」學

士2項新合作學程

■	2場區域性或國際性研討會

■	2家新簽約大學加入本會之海外志工計畫策略聯盟

■		4家新簽約醫療院所加入本會之台灣衛生醫療策

略聯盟

■		新增1團常駐醫療團；增派2團行動醫療團赴加勒

比海國家；醫療器材捐贈

■	  9項人道援助計畫，以及2項「緊急援助運作基

金」子計畫

2008年度本會辦理之各項計畫支出約為新台幣

24億5,102萬，包含有償性的融資和投資撥款約新台

幣7億8,658萬元，以及無償性的技術協助和捐贈約

新台幣16億6,444萬元。支出比重依序為：技術協助

計畫為65％（約為新台幣15億8,315萬元）、融資計

畫23%（約為新台幣5億7,049萬元）、投資計畫為

9%（約為新台幣2億1,609萬元）以及捐贈計畫為3%

（約為新台幣7,807萬元）。

在核心工作規劃下，本年工作以提升私部門競

爭力與建構社會經濟發展人力資源為重，如與國際

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微額貸款計畫並推動技

職教育計畫等，希冀協助夥伴國家強化當地金融中

介機構提升其金融服務效率，並深化發展技職教育

體系以加強人才的培育。另因本會投資計畫業務比

重及重要性日益提高，且國際金融環境之變動亦影

響本會投資性發展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本年度特別

加強投資計畫之投後管理，期能在國際金融和投資

規則已經發生許多變化的新環境下，提供合作夥伴

更適當之財務性援助。

2008年除持續辦理新計畫評估以及執行計畫之

監督管理外，積極辦理之計畫共10項，包括社會部

門的技職教育發展、公共部門的基礎建設、私部門

的微額暨小農貸款計畫，以及與區域型發展組織合

作設立之特別基金。未來更將基於微小中型貸款計

畫的多年經驗，發展推動微額計畫之創新模式，以

擴大辦理層面及受益對象。

2008年度進行撥還款管理之投資及融資計畫

共87項，截至2008年12月31日融資核貸金額約4億

7,470萬美元。已簽約融資案件之計畫金額比重以中

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為最大，達58％，次為亞太地

區（24%）、非洲（12%）、中東歐及中亞地區（6 

%）。另在授信保證業務方面，本年度辦理中的授

信案共3件，協助廠商在國內取得銀行資金分別在宏

都拉斯及巴拿馬等國進行設廠或擴廠業務。

歷年融資計畫部門分布

 

  42% 私人部門 

  33% 公共工程 

  16% 社會部門 

  5% 農業部門 

  4% 緊急救助  

金融業務

金融業務主要工作方針為協助夥伴國家之經濟發展，藉以

達到增加財富之目的。工作重點以協助私人部門發展消弭

貧窮為主，透過投資、融資、信用保證的方式，協助合作

夥伴進行私部門發展計畫、公共工程建設、社會發展計畫

以及緊急救助。

2008年各計畫類別支出分布圖	

 

  65% 技術協助 

  23% 融資 

  9% 投資 

  3% 捐贈  

歷年融資計畫區域分布

  中南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 

 24％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12% 非洲地區  

 6% 中東及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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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協助與輔導

2008年共推動9項技術協助計畫，包括太陽能

光電計畫、沼氣能源再生、固體廢棄物減量等創新

類型的技術協助。本年亦接受外交部委託執行10項

專案計畫，包括政府電子化、資訊化計畫、聖多美

普林西比瘧疾防治計畫等。

海外服務工作團（海外志工）

自1996年迄至2008年12月，已累計派遣394名

長、短期志工前往超過34個友邦或夥伴發展中國家

服務。2008年度共派遣85名長、短期志工，尤其因

應國際對環境保育的重視，特別增派11位環保志工

派往3個國家服務。

駐外技術團業務

國合會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之駐外技術團及醫

療團等業務，至2008年12月底止，已在28個國家派

駐技術團、醫療團、工業服務團及投資貿易團等計

33團，實派技術人員232人。2008年技術團業務持

續進行轉型工作，89項執行中計畫非農業類別占27

﹪，並有12項為配合駐在國發展需求的新增或調整

計畫，例如辦理農企業轉型、強化輔導農民提升貿

易能力等。另為因應國際糧荒問題，共有5個位在聯

合國糧農組織認為有缺糧危機國家的技術團，執行

糧食增產計畫，粗估增產29,150公噸糧食。

技術合作主要工作方針為協助夥伴國家之技術人力之培訓

以及產業水準之提升，而提供技術協助與技術服務。業務

範圍包括本會自行辦理之產業輔導、功能提升、專案研究

等技術協助與輔導海外服務工作，以及接受外交部及其他

部會委託辦理之計畫等。 

技術合作 2008年駐外技術團經費分布	

 

 36% 非洲 

 28% 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區

 19%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2008年駐外技術團計畫類型

 26% 園藝  

 22% 農藝  

 16% 水產養殖  

 9% 畜牧  

 8% 資訊／職訓 

 7% 醫療  

 6% 食品加工  

 3% 經貿管理  

 3% 其他 

駐外技術團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

計畫類別 推廣面積	(公頃) 	訓練人數	 	作物產值	(美元)

農藝 20,575 14,493 35,224,759

園藝 1,939 8,891 12,597,931

水產 372 4,089 5,444,008

畜牧 - 4,814 3,130,767

食品加工 - 940 603,988

職訓手工 - 1,298 223,800

醫療 - 414 -

其他 448 5,239 25,899,427

總計 23,334 40,178 83,124,681

行動醫療團

2008年共派遣18個行動醫療團（其中11團為外

交部委任計畫），協調國內16家合作醫院及165名醫

護人員至13個國家服務，受惠人數約3萬人次。本年

度並辦理30人次至16家醫院進行為期3個月的短期醫

事人員訓練。另亦配合派遣10名醫護志工至海外服

務，其中並首次派遣專科醫師志工至諾魯服務一年。

外交替代役

2008年度第8屆共計甄選94名役男，其中為配

合本會援助發展業務重點，新增森林與環保兩專長

役男，於2008年12月中派往各駐外技術團服勤，預

定於2009年10月退役。

歷年國合會海外志工派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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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技術協助計畫部門分布比例	

 

 43% 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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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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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研習班

本會以我國特有之經濟發展經驗辦理各式短期

研習班，2008年除延續經濟貿易、農業技術、人力

資源、數位落差、天然災害管理、醫務管理等主題

外，在本會整體的運作策略方向下，深化辦理的班別

主題包括：「農企業策略與價值鏈管理研習班」、

「天然災害管理──GIS應用研習班」等。為呼應國

際間環境保護之議題，並首度開辦「台灣環境保護

經驗研習班」，另承接教育部委託本會辦理之「教

育改革研討會」。2008年共開辦12班次研習班，計

有來自55國255名友邦官員來台研習。同時為擴大對

外貿易援助的參與，本會與「國際貿易資訊暨合作

機構」（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ion, AITIC）合作，於4月底在瓜地馬拉辦理

「中美洲地區貿易便捷化研討會」。

獎學金計畫

「國際高等人力外籍生獎學金計畫」：為協助夥伴

國家因應日益提升的高等人才需求，並藉由提供專

業人士長期在台進修機會，研析當地問題，本會自

1998年創設的全英語「外籍學生碩博士班獎學金計

畫」，辦理成效良好，本年度亦持續推動。2008年

為因應我友邦臨床醫學與國際貿易人才之需求，再

與高雄醫學院合作開設「臨床醫學」碩士學程及銘

傳大學合作開設「國際貿易與管理」學士學程。截

至2008年底止，本會已在15所大學設置23項大學部

及碩、博士學程。計畫執行迄今累計已有420 名學

員，目前尚有28國223名學員在台進修（含2008年9

月招收之102名新生）。

2008年在台研讀高等教育學程人數統計

校別 學程別 非洲地區
中南美洲	

地區

加勒比海	

地區
亞西地區 亞太地區

中東歐及中

亞地區

合

計

屏東科技大學

熱帶農業研究學士學程 － 13 － － － － 13

熱帶農業研究碩士學程 4 4 － － 2 － 10

熱帶農業研究博士學程 3 2 2 － － － 7

政治大學

企管系大學部全英語學程 － 19 － － － － 19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3 8 1 1 2 － 15

台灣研究碩士學程 － 4 － － 1 1 6

台灣海洋大學
國際水產科學暨資源管理碩士學程 3 7 － － 1 － 11

國際水產科學暨資源管理博士學程 － 1 － － 1 － 2

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人力教育發展碩士學程 4 5 1 － － － 10

清華大學
國際科技管理碩士學程 1 6 － － － － 7

國際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程 2 7 － － － － 9

陽明大學
國際衛生碩士學程 5 4 1 － － 1 11

國際衛生博士學程 1 － － － 1 － 2

中央大學 國際環境永續發展碩士學程 3 8 1 － 1 － 13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機械工程學士學程 － 28 － － － 28

國際塑膠射出與精密模具碩士學程 － 9 － 2 1 － 12

中山大學 電機電力工程國際碩士學程 － 2 － 1 － － 3

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國際碩士學程 2 8 － － － － 10

台北護理學院 國際護理碩士學程 6 1 － － 1 － 8

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碩士學程 4 3 1 － 1 － 9

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與管理國際學程 3 3 1 － 1 － 8

銘傳大學 國際貿易與管理學士學程 － 7 － － － － 7

高雄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碩士學程 2 － 1 － － － 3

總計 46 149 9 4 13 2 223

國際人力發展

本年國際人力資源發展之核心業務仍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培

育並開發其基礎產業及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之人力資源為

目標，以短期研習班、長期獎學金計畫以及推動國合之友

會為三大業務主軸。 國合之友會分會分布統計

地區 非洲 亞太 亞西 加勒比海 中美洲 南美洲 中東歐及中亞

分會

象牙海岸

史瓦濟蘭

南非

甘比亞

菲律賓

印尼－雅加達

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河內

泰國

索羅門群島

斐濟

吐瓦魯

吉里巴斯

阿曼王國

俄羅斯

聖文森

聖克里斯多福

海地

多明尼加

貝里斯

薩爾瓦多

尼加拉瓜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墨西哥

巴拿馬

智利

秘魯

哥倫比亞

阿根廷

玻利維亞

巴拉圭

厄瓜多

捷克

匈牙利

拉脫維亞

波蘭

小計 4 9 2 4 7 7 4

2008年研習班一覽表

班別
學員人數／

國家數
辦理時間

「教育改革研討會」 13／9 3/3～3/8

「農企業策略與價值鏈管理」研習班 20／20 4/2～4/15

「台灣新聞媒體發展」研習班 27／26 4/23～5/6

「台灣中小企業全球布局與發展」研

習班
23／21 5/21～6/3

「縮減數位落差」研習班 21／16 6/4～6/17

「社區營造與觀光產業發展」研習班 25／23 7/9～7/22

「天然災害管理—GIS應用」研習班 18／16 7/16～7/29

「WTO貿易便捷化」研習班 22／19 8/13～8/26

「醫務管理」研習班 19／19 9/2～9/19

「台灣環境保護經驗」研習班 24／21 10/1～10/14

「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研習班 23／22 10/15～10/28

「婦女發展」研習班 20／16 11/5～11/18

合計																																																			255人／55國

初、中級教育獎助學金：本會在東加勒比海地區推

動「人力資源援助發展」計畫，根據統計該計畫對

提升就學及升學意願之助益比例達97%，對於提升

教師專業水準達81%。另在蒙古辦理之貧童獎學金

計畫，每年嘉惠約1,000名蒙古貧童，協助提供貧童

所需之文具、教科書等，自2001年執行迄今，受惠

學童計約6,000人，輟學率為0%。

國合之友會

為凝聚學員友我力量，以發揮協助發展合作之

作用，本會每年提供經費補助各國學員成立「國合

之友會」，會員並據此辦理各類活動，如探視孤兒

院及受災戶等。2008年在瓜地馬拉辦理「中美洲暨

加勒比海區域台灣國合之友會第2屆年會」，分享各

分會經營狀況與我國經貿發展現況。目前全球已在

36國成立37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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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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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會的人道援助業務集中資源在邦交國家，在友邦

遭逢風災、水災後，提供緊急人道救援物資，同時在技術

團的協助下，對受災的農民提供所需之種苗及技術指導，

以進行災後農業復甦。

	國際人道援助業務

2008年人道援助業務（含外交部委辦） 

 

 

 84% 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  

 13%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3% 非洲

國際人道援助計畫一覽表

國別 計畫名稱 合作機構 計畫類型

印度 大吉嶺巡迴醫療車功能提升案 西藏難民自助中心 基層醫療

肯亞 人道援助計畫 美慈組織 災後重建

緬甸 風災重建人道援助計畫 美慈組織 災後重建

貝里斯 Arthur風災蔬菜復耕計畫 駐貝里斯技術團、貝里斯農業部 災後重建

巴拿馬 FUNDACUNA基金會扶貧計畫 巴拿馬FUNDACUNA基金會 扶貧

瓜地馬拉 北碇省政府水災緊急人道援助計畫 駐瓜地馬拉技術團、北碇自由市政府 災後重建

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諾魯 太平洋友邦食米援贈計畫 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諾魯 扶貧

尼加拉瓜 食米援外計畫 尼加拉瓜農牧部 扶貧

海地 食米援外計畫 海地教育部、糧食濟貧組織FFP 扶貧

吉里巴斯、巴拉圭、瓜地馬拉等12

友邦
捐贈友邦輪椅運送計畫 各國政府單位 扶貧

因應世界糧食價格日益高漲，為協助友邦政

府解決缺糧窘境，本會與外交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共同合作，將國內庫存公糧食米援助位在亞太地

區、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國家，以免除居民受飢

餓之苦。另外受外交部委託，本年持續與美國糧食

濟貧組織（Food For The Poor）合作，將我國捐贈的

食米運至海地，透過其當地的網絡，有效地分贈予

當地貧童及獨居老人。除了糧食外，亦透過合作國

家的非政府組織，協助改善貧童的學習場所。

而在強化基礎醫療的人道援助部份，本會扮演

平台角色，協助外交部及我國的伊甸基金會捐贈輪

椅予12國友邦中有需要的民眾，並繼續在西藏難民

社區強化巡迴醫療車提供服務功能，協助當地進行

居民之預防醫療及早期診治等公共衛生服務計畫。

另對於無邦交國家發生變亂或嚴重天災時，本會

亦伸出援手，如與美慈組織合作，在肯亞選後動亂以

及緬甸大水災後，提供緊急的糧食安全計畫，結合本

會援助強項，協助災民恢復其原來的農作能力。

全球園藝倡議（GlobalHort）
全球園藝倡議（Global Horticulture Initiative, 

GlobalHort）於2008年8月正式登記為國際非政府

組織，祕書處設於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東非坦尚

尼亞Arusha分部，該組織設立旨在成為各國際性、

區域性農業組織園藝發展計畫合作平台，透過永續

性生產、加工及行銷等機制，聯合公、私領域非

政府組織，改善開發中國家低收入者之健康與收

入。創始理事會成員共由7個知名農業國際組織代

表，包括「國際園藝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ISHS）、「國際農業研究

諮商組織」（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GIAR）、國際半乾旱作物研

究中心（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ICRISAT）、亞蔬—世界蔬菜中

心（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法國

官方國際援助單位「國際農業研究發展合作中心」

（Centre d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eveloppement, CIRAD）及非洲

聯盟下之「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另包含捐贈國代

表理事1名，目前由本會李栢浡副秘書長擔任並兼任

理事會財務總監。

本會自2007年接受外交部委託辦理世界蔬菜中

心之「全球園藝倡議及國際技術合作計畫」以來，

除參與全球園藝倡議理事會會務以善加管理監督我

國捐贈款之運用外，亦以本會多年來執行國際農業

發展合作計畫之經驗，協助該組織進行策略方向之

規劃以及相關園藝計畫之審核，期藉由全球園藝倡

議之平台與國際相關農業組織有所接觸並進一步發

展合作關係。

中華民國（台灣）－中美洲經濟
發展基金

中美洲經濟發展基金（The Republic of China-

Central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d）於

1998年成立，秘書處設在本會，會員國包括中華民

國、貝里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

加拉瓜及巴拿馬。截至2008年12月底，該基金累計

捐款約為1億8,418萬美元。本年度執行中之計畫共

計4項：（1）中美洲經貿辦事處營運；（2）擴大

中美洲學生來台研修大學及碩博士學程。截至2008

年10月底止，受惠學生已達249人，現有143人在台

就讀；（3）台灣獎學金計畫——中美洲區域之社會

經濟和農牧業人力資源培訓與強化，經由宏都拉斯

薩莫拉諾（Zamorano）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協助會員國家培育社會經濟及農牧業高等人才。自

2004年至2008年止，薩莫拉諾大學業培訓69人，

屏科大培訓29人；（4）分享成功經驗，截至2008

年12月底，會員國共計提出39個成功經驗分享計畫

書，涵蓋人文、教育、農業、環保、生技、文化及

司法等類。目前已有3個成功案例放置於網路供會員

國經驗分享及相互學習。

2008年人道援助業務類別（含外交部委辦）

 

 

 54% 扶貧  

 34% 災後重建  

 12% 基層醫療援助 


